
东方圣城网 www.jn001.com

JINING DAILY

中共济宁市委机关报
济宁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37-0045

邮发代号:23-159

新闻热线：0537—2349995 掌上济宁手机APP 济宁日报微信公众号

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4日给南京审计大学
审计专业硕士国际班的留学生回信，鼓励他
们为深化国家间友谊与合作积极贡献力量。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到中国留
学后，通过课堂学习和实地走访，提升了专

业素养，深化了对中国的审计制度、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我为你
们学有所获感到高兴。

习近平指出，中国一直很重视发挥审计
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经过多年探索，
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制度，初步形

成了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
监督体系。希望你们与中国同行加强交流、
互学互鉴，通过审计这个窗口了解中国、读
懂中国，为深化国家间友谊与合作积极贡献
力量。

南京审计大学审计专业硕士国际班于

2016年设立，已累计为76个“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审计机关培养了280余名专业人
才。近日，该班37名留学生给习近平写信，
讲述在华学习深造的体会，表示将永不忘记
在中国的经历，永远珍藏与中国的感情，努
力做增进中国与所在国家友谊的使者。

习近平给南京审计大学审计专业
硕士国际班的留学生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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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讯（记者 王粲）近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一线攻
坚 提速推进”重点工作指挥部、专班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2
场）。记者获悉，截至6月21日，全市各级财政发放商贸流通领
域消费券9977.1万元，文旅惠民消费券1684.5万元，契税补贴
3.64亿元，购房消费券8962万元。

今年2月14日召开的全市扩就业促消费工作会议拉开了
我市扩就业促消费工作的大幕。市扩内需促消费指挥部全面
落实会议精神，制定工作方案，强化机制建设，配套工作措施，
对10大工作任务、23项重点工作挂图作战、红黄蓝管理。强
力落实提振商贸流通和文旅消费双“十条”、房地产“十二条”，
抢抓旺销时点，举办各类商贸流通促消费活动223场。1至5
月份，全市累计实现网络零售额 84.23 亿元，同比增长
22.4%。持续实施旅游景区门票减免行动，举办夏季房展会，
常态化开展线上房展活动促进市场消费。积极赴郑州、徐州、
济南等城市举办10余场推介会，组织孔子文旅集团、尼山圣
境等企业参加2023“行走百年胶济、高铁环游齐鲁”山东百年
精品展，参与“好客山东”央视“品牌强国工程”，打造《主播邀
您来济宁》专题栏目，利用微信、抖音等媒体平台，专业策划推
出《淄博来信已收到！济宁，等你》《春风有信 济宁等你》等短
视频和短文，提升济宁文旅影响力。充分挖掘“节日经济”“夜
间经济”消费潜力，融合文化、旅游、住宿、餐饮、购物、娱乐等
多元业态，启动运营各夜间集市30多个，带动周边商圈营业
收入增长20%以上。强化主体培育，净化市场环境，1至5月
份，全市新增限上批零住餐企业723家、增长64.3%，增量位居
全省首位。

聚焦重点消费领域，市扩内需促消费指挥部不折不扣落
实房地产、汽车家电等利好政策，加力实施购房契税补助、人
才购房补贴、公积金支持、家电汽车下乡等刺激政策，全面释
放政策红利。（下转2版A）

扩内需促消费
我市多措并举激发市场活力

■本报记者 王粲 本报通讯员 马辉

日前，《山东省加快内河航运高质量发
展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关于
支持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下
发，明确提出加快培育梁山、龙拱等龙头港
口，把京杭运河（黄河以南山东段）打造成
鲁西南高效对接长三角地区的黄金水道，
为全面提升沿河城市竞争力提供强劲动
力。

这些政策可谓含金量满满，给蓬勃发
展的内河航运又注入了新的动力。多部门
联合印发的《若干政策》共九条，其中内河
集装箱运输奖补政策，按每标准箱25元对
集装箱货主企业进行奖补，总奖补量为50
万标准箱。

“这对于内河集装箱运输量的提升将

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提高货主企业使用
集装箱的积极性。”济宁港航龙拱港总经理
王志国算了一笔账，假如一个企业一年的
货物运输量是5000标准箱，那么除去内河
航运节省的运输成本，仅这项补贴就节省
125万元。

位于任城区唐口街道的龙拱港，距离
京杭大运河主航道仅百米之遥，目前正在
打造江北内河自动化程度最高的集装箱港
口，全部建成后吞吐能力将达40万标箱。
产自山东省的70余种大宗商品，通过集装
箱从龙拱港沿运河南下，2000吨级集装箱
货船通过水运或多式联运，向南可通达上
海、重庆等14个省51个市。龙拱港引入了
海港的先进管理理念，摒弃了原来散货运
输的老路子，全部采用集装箱多式联运的

“绿色运输”方式，确保大运河一泓清水永

续北上。
在位于京杭大运河通航最北端的济宁

港航梁山港，满载煤炭的货船可沿京杭运
河直达浙江的龙游港。这一航线的开通，
也标志着济宁港的辐射半径沿运河向南再
次扩大。“统一大市场”格局之下，让更多企
业享受到内河航运带来的成本红利，借助
运河航运，每吨运费可以节省30元左右。

《行动方案》提出，到2025年，内河航运
基础设施能级显著提升，服务保障体系更
加完善，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比较优
势得到充分发挥，在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中的作用更加凸显。到2025年，港口年
货物吞吐量较2022年实现翻番、超过1.6亿
吨，集装箱吞吐量实现连年翻番、达到50万
标准箱。

近年来，我市抢抓内河航运独特优势，

全力打造大运河上“黄金坐标”，推动济宁港
由装卸港向贸易港、物流港转型，构建“港贸
船产建融”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打
通“丰”字形南北物流大通道，一座山东对内
陆和国际的桥头堡正呼之欲出。今年1至5
月，全市港口货物吞吐量2796万吨，同比增
长26.4%；集装箱吞吐量7.1万标箱，同比增
长303.4%。

“下一步，济宁能源将乘着山东大力发
展内河航运的东风，按照绿色化、智慧化、标
准化、现代化标准，重点建设梁山、任城和微
山三大亿吨级港口群，推进‘港产融合’，聚
力构建梁山港、龙拱港等6个百亿临港园
区。”济宁能源发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
广宇表示，通过一体化推进“港口、物流、贸
易”融合发展，济宁正全力打造中国北方内
河航运中心和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

政策加持：让“黄金水道”释放“黄金效益”

■本报记者 谷常浩
本报通讯员 谢劼 缪学振

炎炎夏日，瓜果飘香。在鱼台县惠河、
东鱼河两岸，3000余亩桃树集中连片，翠绿
的枝叶间点缀着诱人的桃红，10余名果农
正在其间穿梭，将个大饱满的水蜜桃采下、
过秤，准备运出售卖。

“桃熟啦！”经过4个多月的精心管理，
果农李目论在东鱼河的 5亩桃园收成颇
丰。“今年行情很好，大的桃能卖到4元一
斤，平均起来也在3元以上，每亩地的收入
能到一万两千元左右。”

在惠河堤岸上，果农段阳的30亩桃园
也进入集中采收期，工人们将采摘下来的黄
金蜜桃按照大小和品质分拣装箱，通过物流
发往各大水果市场，消费者能在最短的时间
内品尝到来自鱼台的味道。

“咱们的黄金蜜桃品质好，除了水果市
场外还供货给一些电商主播，拍下咱们鱼城

水蜜桃的顾客，都是满满的好评。今年的水
蜜桃产量也很不错，目前日均采摘能达到
2000斤以上，想着今年的收成，别提心里有
多甜了。”段阳高兴地说。

据了解，鱼台水蜜桃有着丰满圆润、肉
细腻、香甜多汁、糖含量高等独特品质，
2021年“鱼城蜜桃”还荣获国家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深受市场和消费者的青睐。

近年来，依托水蜜桃金字招牌，鱼台县
大力发展堤岸经济，在水系治理后的惠河、
东鱼河等7条河堤岸上，种植桃树3000多
亩。果树在扎根固堤的同时，还能提高土地
利用率，修复生态环境，帮助农民增收。

在鱼台县王鲁镇蓝莓标准化种植基地，
一排排管道，一个个传感器，尽显科技感。
记者放眼望去，一株株蓝莓在黑色营养钵中
纵横排列，三三两两的村民在技术人员的指
导下，轻松进行田间管理。

“蓝莓属纤维状浅根系植物，种植过程
中对水和温度十分敏感，为此，我们建设了

现代化大棚，可针对气候变化，实现温度灵
活调控；搭建了滴喷灌系统，通过传感器实
时监测土壤湿度、温度等数据，做到科学管
理、精细化作业，保证蓝莓获得最佳生长环
境。”王鲁新村党支部书记王启龙说。

为了让蓝莓“喝上好水”，基地还专门建
设了水处理中心，将水源加工处理，确保每
滴水Na含量都在50标准值以下，都是适宜
蓝莓生长的“好水”。

经过“高科技”的加持，蓝莓种植省心省力，
果农每天只需拿出手机，根据采集的信息对大
棚环境做适当调整，日常管护就算完成了。

据了解，大棚种植的蓝莓上市早，价格
高，市场潜力巨大，除了能增加村集体经济
外，还有力带动了附近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多亏了产业园，才能让南方的火龙果
在北方扎根结果！”在鱼城镇现代农业产业
园，正在查看火龙果长势的李峰高兴地说。

据了解，火龙果作为一种南方水果，受
制于气候等因素，没有高标准大棚，在北方

不易种植。而李峰正是通过租用鱼城镇现
代农业产业园现成的大棚，才得以克服气候
等不利因素，成功实现南果北种。

鱼城镇现代农业产业园占地166亩，建
设高标准果蔬温室大棚40个，通过对外招
引项目，种植有火龙果、甜瓜、西瓜等多种水
果。产业园采取集体建设、对外租用的模
式，集中资金、资产、资源、政策等各种要素，
实现村集体经济高效发展。大棚除了能为
村集体和农户带来长期稳定的租金收入外，
还能带动周边200余名群众稳定就业。

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现如今，鱼台
县紧紧抓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机遇，坚持

“以产业促振兴”的发展思路，因地制宜发展
大米、龙虾、毛木耳、杞柳、蜜桃、辣椒等特色
种（养）植产业，不断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
高效农业转变，进一步推动农业转型升级，
激发农业发展潜力和后劲，实现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奏响了独具鱼台特色的乡村振兴
发展新乐章。

果飘香“丰”景美
——鱼台县发展特色农业产业促进乡村振兴

近日，任城区仙营街道南岱社区海能电商园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组织社区青年党员开展“绘清‘莲’荷扇，筑清廉家风”廉政
主题活动，引导青年党员树廉洁心、行廉洁事、做廉洁人，营造
了崇廉尚洁的浓厚氛围。

■记者 刘项清 通讯员 王利 李敏 摄

本报济宁讯（记者 王粲）7月4日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召
开“惠民生 促发展”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14场），介绍我市
健全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构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格局工
作情况。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养老服务发展，完善政策制度、推
进设施建设、强化兜底保障，养老服务供给扩面、增量、提质、
增效，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初步建立。全市建成各类养老服
务设施1407处，配置养老床位6.7万张。我市获评全国居家
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城市，并获优秀等次。“文化养老”获
评全国养老服务改革优秀案例，4个县获评全省县域养老服务
体系创新示范县。

据了解，我市坚持政府主导、刚需为先，兜牢民生底线，发
布了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分类落实28项基本养老服务项目，
建立健全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政府为困难老年人购买
居家养老服务等制度，加快完善养老服务设施网络，今年新建
老年人幸福食堂120处，实施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
造2000户以上，建设家庭养老床位1000张。破解有效供给
不足、服务质效不高问题，提高居家社区养老生活品质，提升
养老机构专业化水平，培育优质服务供给主体，实现养老服务
从“有”到“优”。发挥民政职业能力建设中心作用，与北京社
会管理职业学院（民政部培训中心）开展养老服务人才培养，
支持济宁医学院设置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开展养老护理人员
岗前培训、在岗轮训，举办第三届“孔孟之乡敬老使者”评选活
动。深化养老服务综合监管“一件事”改革，（下转2版B）

我市健全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
满足老人多样化需求

■本报通讯员 盛超 周波汝

“这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这是建
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在位于邹城市
中心机电产业园内的山东天河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邹城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
张清正将审批通过的许可证依次发放给
企业。

据了解，山东天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一家致力于煤矿巷道掘进等高效智能装
备研发生产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该企业
投资5.7 亿元的矿山重型施工机器人研发
与智能制造项目成功入选山东省2023 年
重大项目，项目建成后可年产系列煤矿施
工机器人150台（套），实现年产值10 亿元
左右，税收4000余万元。

“随着天气转热，雨水也会增多，会
对我们项目施工造成很大影响。为了抢
工期，我们迫切需要加快办理各项手
续。”山东天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政部

部长刘铭向该市企业服务保障专班寻求
帮助。

了解企业需求后，邹城市企业服务保
障专班审批服务链条第一时间靠上服务，
聚合行政审批、自然资源、环境保护等多
部门力量，为该项目量身定做审批方案，
创新采用了分阶段办理施工许可、公示期
提前审查规划设计方案，土地、取水、能
耗等要素指标提前保障到位的方式，实
现项目拿地即可开工建设的目标。

拿到证书的刘铭惊喜地说：“真没想到
我们能在一天之内领取到5本证书，让我
们的开工时间提前了50多天，多亏了咱们
企业服务保障专班。”

邹城市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
求，积极优化服务方式，加强服务保障供
给，一企一策，精准发力，为企业发展不断
注入“源头活水”。

中工海纳是一家集新型能源工程机械
研发制造于一体的全链条智能制造产研基

地，而在建设中，融资问题一度成为项目推
进的“拦路虎”。

“以往建设项目融资需要完成项目验
收才能拿到不动产权证，再办理抵押贷款，
这样下来周期长，流动资金压力非常大。”
基地总经理高潇男说。

为助推项目早投产早达效，邹城市企
业服务保障专班创新采用了“建设项目审
批分阶段联合验收”工作模式。

“我们以独栋厂房为单元开展联合验
收工作，拿到一栋厂房的不动产权证来办
理抵押贷款手续，融资效率就能得到大幅
提升，给咱们这个园区成功贷款 2000万
元。”邹城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投资项目审批
科副科长张凯说，以同样的工作模式畅通
后续企业融资渠道，有效为企业提升融资
效率60%以上。

近年来，邹城市坚持把助企攀登作为
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创新成立企业
服务保障专班，设立审批、金融、人才、税费

等十大服务链条，开展全链条助企攀登十
大行动，坚持服务企业一线问需、联合部门
共同问计，不断在企业服务保障工作上下
功夫、见实效。深化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
行开工审批“一次办”，重点项目审批时限
平均压缩10个工作日，推行竣工联合验收

“一件事”，竣工验收时间压减60%以上。
以放宽市场准入为目标，不断深化商事制
度改革，推进“云上宠企”品牌建设，创新设
置“流动E窗”，激发市场活力，创新推出

“云勘验”服务模式，依托线上视频功能，解
决传统勘验服务人员少、勘验时间长、勘验
地点分散等难题，提高了勘验工作效率，实
现了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充
分释放数字化发展红利。

今年以来，邹城市企业服务保障专班
深入企业开展调研 36次，收集问题建议
480余条，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问题370
余项，累计为68家中小微企业解决融资近
30亿元。

邹城：“全链条”服务赋能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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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监管审评同频共振
加快迈向医药创新强国

■权威部门话开局


